
四如意足  
 

四如意足 ( C a t t ā r o  I d d h i p ā d a )，也叫四神

足，它是在三十七菩提分的第九至第十二支，有欲如

意足，勤如意足，心如意足和观如意足。它们的修习

是建立在八正道的基础上。  
 
佛曾说过： ⎡诸比丘！以何为神足修习之顺道

耶？此八支圣道是，谓正见，正思惟，正语，正业，

正命，正精进，正念，正定是。 ⎦  [ 1 ]  

 

目的  

  
这里引一位婆罗门与阿难的对话来说明四如意

足：  
 
⎡婆罗门对具寿阿难曰：友阿难，为何之义，

于沙门瞿昙之处修梵行耶？  
 
（阿难曰：）婆罗门，为断欲，于世尊之处修

梵行。  
 
友阿难，于断欲，有道，有迹否？  
 
（阿难曰：）婆罗门。断欲，是有道，有迹。  
 
友阿难，断欲，有何之道，有何之迹耶？  
 



（阿难曰：）婆罗门，于此有比丘，修习欲三

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于此有比丘，修习勤三摩地勤

行成就之神足；于此有比丘，修习心三摩地勤行成就

之神足；于此有比丘，修习观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

足。婆罗门，此为断欲之道， (断欲 )之迹。  
 
友阿难，若然，则为无边而非有边，以欲断

欲，无有是处。  
（阿难曰：）婆罗门，然则我问汝，随所好应

答。婆罗门，于汝意云何？汝先前有往阿兰若之欲，

已至阿兰若，则其所生之欲止灭耶？  
 
如是友。  
 
（阿难曰：）汝先前有往阿兰若之勤，已至阿

兰若，则其所生之勤止灭耶？  
 
如是友。  
 
（阿难曰：）汝先前有往阿兰若之心，已至阿

兰若，则其所生之心止灭耶？  
 
如是友。  
 
（阿难曰：）汝先前有往阿兰若之观，已至阿

兰若，则其所生之心止灭耶？  
 
如是友。  
 



（阿难曰：）婆罗门，如是诸比丘成为阿罗

汉，漏尽，梵行已立，所作已办，弃重担，逮得已

利，尽有结，成为证悟之解脱者，前有获阿罗汉之

欲，已获阿罗汉果，则其所生之欲止灭。前有获阿罗

汉之勤，已获阿罗汉果，则其所生之勤止灭。前有获

阿罗汉之心，已获阿罗汉果，则其所生之心止灭。前

有获阿罗汉之观，已获阿罗汉果，则其所生之观止

灭。婆罗门，于汝意云何？若然，为有边耶？为无边

耶？  
 
友阿难，若然，则为有边，非无边。 ⎦  [ 2 ]  
  
婆罗门问阿难为何向佛学习梵行，阿难答说是

为了要修断欲，婆罗门再问这有道可修吗？阿难答说

比丘修欲，修勤，修心以及修观并且成就这四种是

道。婆罗门反讥说以欲断欲，是不对的，这是无有止

境的。故此阿难问他若他有欲去阿兰若之欲，勤，

心，观等，到了阿兰若则还会有吗？婆罗门每一个都

答会止灭，没有了。所以这是有止境的。  
 
这里要理解到一点，欲求解脱或欲求菩提是正

当的，不像凡夫追求五欲那样。  
 
佛肯定修四如意足而说： ⎡诸比丘！于此有比

丘，修习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习勤三摩地勤

行成就之神足，修习心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习

观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诸比丘，对此四神足修

习，多修者。则圣，出离，修此者，正至苦灭尽。 ⎦  
[ 3 ]  

 



这里所用的欲三摩地，勤三摩地，心三摩地与

观三摩地是指坚定的欲愿，坚定的心念，坚定的精

勤，坚定的观禅，心不动摇，直向涅盘。如是修习，

多修习，能达圣人境界，出离三界，最后苦灭尽。所

以这是修习的目的。  
 

修行的方法  

  
这在《舍利弗阿毗昙论》里有详细的解说： ⎡

问曰：几神足。答曰：四。谓欲定，断行成就修神

足。精进定，心定、慧定断行成就修神足。 ⎦ [ 4 ]下面

分别解释：  
   

一：欲如意足 ( C h a n d i d d h i p ād o )  

  
先解说‘欲定’。‘欲’是指要加强，要做，

要使发起，要使我们的善根显现出来，要越度过烦恼

深渊，要得到戒清净，定的开发，及慧的培育，要能

接触到清净心，定心等，要能理解，以及要证得。  
 
‘定’是指心正住在上述要做的修行叫欲定。  
 
还有善的欲，发起而得的定心，住于正住也叫

欲定 (当然不善的欲发起而使心住于它也叫欲定，或

者无记的欲发起而使心住于它也叫欲定 )。  
 
若是心懈怠不愿意修善行 (戒、定、慧的修

持 )，应如是正思惟：自思这不是正意愿，不应该这



么想这么做的；因此起欲，以这善欲引导心住于正

住，能如是思惟叫做欲定。  
 
若是心起不善欲，与贪、瞋、痴根和合，应如

是正思惟：自思这不是正意愿，不是善的，不是我喜

好的，不应该做的，为什么不要修善呢？能如是思惟

这也是欲定。  
 
若是心中生起善欲，要修善，不与贪、瞋、痴

根和合，应如是正思惟：自思这是我所意愿的，是善

的，是我喜好的，应该做的，这是我应该做的时候

了，能如是思惟这也是欲定。  
 
接下来解说‘断行成就’。‘断’是指以善法

断恶法，引导心，引导心向正道，给予调服，以正确

的方法调服，使心停在正道，使心不失不移。  
 
还有令身心发起，使显出，越度过烦恼苦痛与

执着，堪忍挫折与不舒适，或甚至他人的批评。精

进，不退转，这也是断。  
 
还有修四正断也是断。  
 
还有舍弃恶不善法，令生善法，现世乐行，有

正知见，有智慧，能分别是非等，断除诸漏，以灭尽

诸苦，这也是断。  
  
‘行’  是指诸内外色法及心法与诸生缘。  
  



‘成就’是指成就欲定，修神足的善法如善

心，心悦，顺悦，欢喜，信，想，思惟，舍念，正

智，觉，观，解脱等法。这些方法能共起，正确地共

起。感受正确的感受，以正确方法生起，修习具足。  
 
接下来解说‘修神足’。‘修’是指对上述所

谈的能亲近，正确的亲近，依正确的方法勤力的修

学。  
 
‘神’是指如意通，如意变化，能自在地作种

种变化。若是比丘有大神力能够作无量的变化；震动

大地；能以一个化为多个或从多个化为一个；远近之

物，墙壁高山都能通过，没有障碍，像在虚空步行

般，又像鸟一般空中飞行；入地犹如出没水；在水上

走犹如行地；身出烟和火焰，犹如大火燃烧；显双神

变如同时身出水火；并能以手扪摸日月；身之威德及

于梵天；得如是大自在。  
  
‘足’是指欲神足以善法修断而达解脱，所以

是足，是圆满，是因，是门，是应用，是道，是主

(主导者 )  ，是缘，是衔接，是使成熟的力量，如是

修习的结果，生起时以正确方式生起，出离时以正确

方式出离，所得如意足是正确的神足。  
 
欲有数种：下欲是与懈怠相应的；高欲是与掉

乱相应的；没欲是与睡眠相应的；散欲是与欲染 (五
欲 )相应的，这些都是欲如意足要辨认而加以铲除

的。  
  



在《相应部》神足相应里，佛说： ⎡诸比丘，

此为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于未曾闻之法，我眼

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对此欲三摩地勤行

成就之神足，宜修习，欲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习

已，于未曾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

明生。 ⎦  [ 5 ]  
 
这里佛指出于未曾听闻之法，开了法眼，道

眼；修习的结果智慧产生，心里明生，光明生，不再

为愚痴所摆布。  
  
佛又说： ⎡诸比丘！于此，修习欲三摩地勤行

成就之神足，如是我于欲不过分退缩，不过分精勤，

于内不收，于外不散，有前后想而住，后如前，前如

后，上如下，下如上，夜如昼，昼如夜，如是以广大

不缠之心，修习光耀心。 ⎦  [ 6 ]  
 
于欲退缩时要激励自己，要培养对佛果的更胜

的希求心；于欲过分精勤时易失掉乱，要培养定与舍

心。欲于内收时要激励它，欲于外散乱时要修厌离六

欲的引诱。  
 
维持以前所生的欲愿，以使前如后，后如前，

比如早晨思惟善法，出世间及欲愿入涅盘，到晚上思

惟还是善法，出世间及欲愿入涅盘。上如下，和下如

上也一样。  
 
夜如昼和昼如夜，若是比丘修光明遍而取光明

想于白昼，夜的光明想应如昼；如是如夜，昼也如

此。  



 
若取明如火光、珠光、星宿光已，独处如实忆

想，以清净心遍解行，水陆周遍修明想。又修慧光

明，以三慧 (闻思修 )照明，这叫共慧光明。  
 

二﹕  勤如意足 ( V i r i y i d d h i p ād o )  

 
佛说： ⎡诸比丘！此为勤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

足，于未曾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

明生，对此勤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宜修习，勤三摩

地勤行成就之神足修习已，于未曾闻之法，我眼生，

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  [ 7 ]  

 
这是说于未曾闻之法，未曾修习的修习已，开

了法眼，道眼，结果智慧产生，明生，光明生。证得

圣果，出离，乃至苦灭尽。  
 
佛又说： ⎡诸比丘！于此。修习勤三摩地勤行

成就之神足，如是我于勤不过分退缩，不过分精勤，

于内不收，于外不散，有前后想而住。  
 
后如前，前如后，上如下，下如上，夜如昼。

昼如夜，如是以广大不缠之心，修习光耀心。 ⎦  [ 8 ]  
  
此段的解释亦如欲如意足。于恶不善法，以及

善法的修习如四正勤章所说。  
 

三﹕  心如意足 ( C i t t i d d h i p ād o )  



  
佛说： ⎡诸比丘！此为心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

足，于未曾闻之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

明生，对此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宜修习，心三摩地

勤行成就之神足修习已，于未曾闻之法，我眼生，智

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  [ 9 ]  
 
又说： ⎡诸比丘！于此，修习心三摩地勤行成

就之神足，如是我于心不过分退缩，不过分精勤，于

内不收，于外不散，有前后想而住，后如前，前如

后，上如下，下如上，夜如昼，昼如夜，如是以广大

不缠之心，修习光耀心。 ⎦  [ 1 0 ]  
 
这两段的解释同上二节。  
 
又修习四如意足，能得天眼通与宿命通，如下

列经文所载  :  
        
⎡比丘，如是对四神足修习，多修者，则对他

人之心，以心偏知，以有贪心了知有贪心，以离贪心

了知为离贪心。以有瞋心了知为有瞋心，以离瞋心了

知为离瞋心，以有痴心了知为有痴心，以离痴心了知

为离痴心，以收心了知为收心，以散心了知为散心，

以大心了知为大心，以非大心了知为非大心，以有上

心了知为有上心，以无上心了知为无上心，以非定心

了知为非定心，以定心了知为定心，以不解脱心了知

为不解脱心，以解脱心了知为解脱心。  
 
比丘，如是对四神足修习，多修者，则随念于

种种之宿住，谓一生，二生，三生，四生，五生，十



生，二十生，三十生，四十生，五十生，百生，千

生，百千生，多坏劫，多成劫，多成坏劫。  
 
我于彼处，如是名，如是姓，如是色，如是

食，如是受乐苦，如是寿量，殁于彼处，生于他处，

于他处，如是名，如是姓，如是色，如是念，如是受

乐苦，如是寿量，殁于彼处，生于他处，如是具行

相，名称，随念宿住。  
 
比丘，如是对四神足修习，多修者，则以清净

超人之天眼，见有情之死生，知有情随业而受劣、

胜，美、丑，善趣、恶趣。比丘，如是对四神足修

习，多修者，则由诸漏尽，无漏心解脱，慧解脱，于

现法自证知，现证，具足而住。 ⎦  [ 1 1 ]  

 
若是心有贪欲，瞋恚，愚痴垢，烦恼垢，障

碍，覆盖，系缚，等不善行垢，障碍心，覆盖心，遮

蔽心，心则不开，不明白，不净。若是心无贪欲，瞋

恚，愚痴垢等，心则开，明白，清净，因为无有覆

盖，故心开悟。  
 
因为自己修习对治不善心，故对他人之心，能

以心遍知。了知他人之心有贪、离贪；有瞋、离瞋；

有痴、离痴；心收、心散；大心、非大心；有上心、

无上心；非定心、定心；不解脱心、解脱心；都能观

察得非常清楚，骗不了他。证得心神足之后，若欲证

得宿命通，就会证得。若欲得天眼智，也能以清净超

越凡夫污染之心，见到有情因业受报的情况。若欲得

漏尽，则能以纯洁之心，净除诸想，净除有漏、见漏

与无明漏而自证知。  



 

四﹕观如意足 ( V i m a m s i d d h i p ād o )  

  
佛说： ⎡诸比丘！此为观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

足，于未曾闻法，我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

生，对此观三摩地勤行成就之神足宜修习，观三摩地

勤行成就之神足修习已，于未曾闻之法，我眼生，智

生，慧生，明生，光明生。 ⎦  [ 1 2 ]  
 
又说： ⎡诸比丘！于此，修习观三摩地勤行成

就之神足，如是我于观不过分退缩，不过分精勤，于

内不收，于外不散，有前后想而住，后如前，前如

后，上如下，下如上，夜如昼，昼如夜，如是以广大

不缠之心，修习光耀心。 ⎦  [ 1 3 ]  
 
这两段的解释如上节。  
 
观如意足的修习根据《舍利弗阿毗昙论》的分

析有两部分：一是以身定心，二是以心定身。  
  
以身定心有以下几种方法：  
（ 1）思惟身无常；知无常，解无常，受无

常。  
（ 2）身苦恼；依缘，可坏，苦、空、无我思

惟；缘于闻知，缘于开解，缘于自感受。   
（ 3）身灭；闻知灭，意解灭，身受灭。   
（ 4）身住乐；行知行乐，住知住乐，坐知坐

乐，取知取乐。   



（ 5）观死尸在火聚上烧，观此法本无而生，

已有还灭。这样的不放逸的观察的结果，身安乐，身

调服，身轻安，身柔软，身患除，从观身而达到定

心。  
 
以心定身有以下几种方法：  
（ 1）思惟心无常；知心无常，解心无常，受

心无常。   
（ 2）观心苦恼；依缘，坏法不定，思惟缘，

知缘，意解缘，自感受缘。   
（ 3）思惟心灭；闻知灭，意解灭，感受灭。  
（ 4）如实知晓心，不放逸观；心得，心乐，

心调服，心轻安，心柔软，心除。从观心而达到定

身。  
 
在修观如意足时，我们还要注意常念出离等，

并培育对五蕴的正知正见；如下列数经所说：  
 
(一 )出离：  
 
⎡凡缘眼所起之安乐喜悦，是眼 (色 )之甘味。凡

眼 (色 )之无常，苦，变坏之法，此为眼 (色 )之患难。

凡对眼 (色 )制止欲贪，舍去欲贪，此为眼 (色 )之出

离。 ⎦ [ 1 4 ] 凡是我们眼所看到而喜爱的事物，那即是

眼吃到甘味；在那个时候要念这些事物的无常、苦、

会变坏的道理，因为这些是眼的患难；一个修行人能

够制止自己不去起欲贪，欲贪起时会以正法舍去欲贪

的话，这即是眼的出离。其它根门也如是修。  
 
(二 )弃邪见：  



 
⎡彼比丘白世尊曰：大德，如何知？如何见

者，得舍弃邪见耶？ (世尊曰： ) ( 1 )比丘！以知、见

眼是无常者，得舍弃邪见。 ( 2 )以知、见色是无常

者，得舍弃邪见。 ( 3 )以知、见眼识是无常者，得舍

弃邪见。 ( 4 )以知、见眼触是无常者，得舍弃邪见。

( 5 )凡依缘此眼触所生之受，或乐、或苦，或非苦非

乐，亦知、见是无常者，得舍弃邪见。  
 
以知、见耳是无常者……以知、见声是无常

者……以知、见鼻是无常者……以知、见香是无常

者……以知、见舌是无常者……以知、见味是无常

者……以知、见身是无常者……以知、见触是无常

者……以知、见意是无常者……以知、见法是无常

者……凡依缘此意触所生之受，或乐、或苦，或非苦

非乐，亦知、见是无常者，得舍弃邪见。 ⎦  [ 1 5 ]  每一

根门以五法 (根、境、识、触、受 )  ，依正知正见无

常，共三十法以破邪见。  
 
我们的邪见，乃根源于不能知道无常的真理。

因此才会执取六根门为我，六境为我所享受之境；

眼，色相；耳，音声；鼻，香臭；舌，酸甜味；身，

触觉；意，想法；及缘此等根境所生之六识、六触、

六受等等；都是无常！若能见到，邪见就去了。方法

是常静下心来观察它们。  
 
(三 )  破己身见：－  
 
⎡彼比丘白世尊曰：大德，如何知？如何见

者，得舍弃己身见耶？ (世尊曰： ) ( 1 )以知、见眼是



苦者，得舍弃己身见。 ( 2 )以知、见色是苦者，得舍

弃己身见。 ( 3 )以知、见眼识是苦者，得舍弃己身

见。 ( 4 )以知、见眼触是苦者，得舍弃己身见。 ( 5 )凡
依缘此眼触所生之受，或乐、或苦，或非苦非乐，亦

知、见是苦者，得舍弃己身见。  
 
以知、见耳是苦者……以知、见声是苦者……

以知、见鼻是苦者……以知、见香是苦者……以知、

见舌是苦者……以知、见味是苦者……以知、见身是

苦者……以知、见触是苦者……以知、见意是苦

者……以知、见法是苦者……凡依缘此意触所生之

受，或乐、或苦，或非苦非乐，亦知、见是苦者，得

舍弃己身见。」 [ 1 6 ]每一根门以五法 (根、境、识、

触、受 )  ，依正知正见苦，共三十法以破己身见。  
 
我们的己身见，乃根源于不能知道苦的真理。

眼、色相；耳，音声；鼻，香臭；舌，酸甜味；身，

触觉；意，想法；及缘此等根境所生之六识、六触、

六受等等；都是苦﹗若能见到，己身见就去了。方法

是常静下心来观察它们。  
 
(四 )  灭我随见：－  
 
⎡彼比丘白世尊言：大德，如何知？如何见

者，得舍弃我随见耶？ (世尊曰： ) ( 1 )比丘！以知、

见眼是无我者，得舍弃我随见。 ( 2 )以知、见色是无

我者，得舍弃我随见。 ( 3 )以知、见眼识是无我者，

得舍弃我随见。 ( 4 )以知、见眼触是无我者，得舍弃

我随见。 ( 5 )凡依缘此眼触所生之受，或乐、或苦，

或非苦非乐，亦知、见是无我者，得舍弃我随见。  



 
以知、见耳是无我者……以知、见声是无我

者……以知、见鼻是无我者……以知、见香是无我

者……以知、见舌是无我者……以知、见味是无我

者……以知、见身是无我者……以知、见触是无我

者……以知、见意是无我者……以知、见法是无我

者……凡依缘此意触所生之受，或乐、或苦，或非苦

非乐，亦知、见是无我者，得舍弃我随见。」 [ 1 7 ]每

一根门以五法 (根、境、识、触、受 )  ，依正知正见

无我，共三十法以破我随见。  
 
我们的我随见，乃根源于不能知道无我的真

理。眼、色相；耳，音声；鼻，香臭；舌，酸甜味；

身，触觉；意，想法；及缘此等根境所生之六识、六

触、六受等等；都是缘生缘灭法，无有我﹗若能见

到，我随见就去了。方法是常静下心来观察它们。  
 

五﹕神通不敌业力  

 
要能真正把四如意足修习圆满，还是要配合八

正道，这才是古往今来圣贤所必经的道路，如下经所

示： [ 1 8 ]  
 
⎡ (佛言： )天子当知，我过去久远世时，曾作仙

人，名为马血 (天子 )  ( R o h i t a s s a d e v a p u t t a )，与汝

同字。欲爱已尽，飞行虚空，无所触碍。  
 



我尔时，神足与人有异，弹指之顷，已能摄此

四方箭。 (箭由四男子向四方射出，能飞行尽摄四方

之箭。 )，使不堕落。  
 
时我以有此神足，便作此念。我今能以此神

足，可尽境地边际乎？即涉世界，而不能尽其方域。  
 
命终之后，进德修业，而成佛道，坐树王下，

端坐思惟，往昔经历所施为事，本为仙人，以此神

德，犹不能尽其方面。当以何神力而为究其边际乎？

时，我复作是念，要当乘圣贤八品之径路，然后乃得

尽生死边际。 ⎦   
 
以佛为菩萨时作马血天子，能够以极快的飞行

速度，把同时由四位男子向四个方向射出之箭，同时

拿到手里使不堕地。这种速度已是神力，他当时尚且

不能跑到世界外边去，我们这些凡夫，连个禅定还修

不好，不要说四支箭，连一粒石子投出去都没抓得

着。想起来还得尽快好好地修。  
 
有极大神通的目犍连在生时，曾以他的神通，

去到东方奇光如来的佛土，并把五百位比丘带回来见

释迦牟尼佛 [ 1 9 ]。这已是二十六世纪前的太空星际旅

行，他的神通除佛之外无第二人。他死时，为多名外

道打死，这说明神通是不能抵挡业力。目犍连在偿还

宿业之后，才能再用神通把身体恢复，然后去见佛请

准让他入涅盘。  
 
另有四婆罗门兄弟想用神通躲避死，一个隐入

空中，一个潜入海里，一个藏身在山腰，一个藏身地



内，但是四位兄弟在死亡的那一刻到达时，都一一命

终 [ 2 0 ]。  
 
是故欲得免死，神通无避处，这在南传《法句

经》里一二八偈这么记载。  
  
「非隐于虚空，海洋洞穴中，欲避死魔者，世

间无避处。」  
 
在《长阿含》的二十四经里，佛答输那伽他

( S u n a k k h a t t a )的话说，他的教法是使人脱离苦；神

通，不能使人离苦，若佛只显神通来吸引人的话，愚

蠢的人只会要求圣者显神通而不听佛法了。  
 

小结  

 
为了永断诸结及遍知诸结已断，不复生死轮回

三界，达到彼岸。我们须以无常偈来提醒自己 :「财

积后必尽，位高后必退，亲合后必离，寿住后必

死。」 [ 2 1 ]这样才能把欲如意足修习圆满。  
 
知道无常的过患才会精勤修习，永拔爱恚习

气，不令有一毫分余习的染着，把勤如意足修习圆

满。又为了眼生，智生，慧生，明生，光明生精勤修

习断除心中烦恼缠结，修习四禅八定乃及灭尽定。  
 
佛言心如猿猴，若心不调伏不严密关闭不守护

不防范不修习，则为四食八世间法十八界十二处五蕴

所控制，心必定腐败，而为衣食卧具及世间琐杂之事



所累，佛言 :「人于田事财，牛马童仆等，男女诸亲

欲，各别而耽爱。」 [ 2 2 ]不能圆满修习八支圣道。  
 
所以要欣乐涅盘，随顺法行，于生老病死，六

道三界生厌离心。常修四念住，以慧根慧力，择法觉

支，正见正思惟摄持自己，以身定心或以心定身来修

闻慧思慧修慧，于身三业道，语四业道，意三业道，

精勤防范以戒和善法来摄住自心，对四食、八世间

法、十八界、十二处、五蕴 :  「亦不有有想，亦不无

无想，如是除色想，能断渴爱因。」 [ 2 3 ]「若能以智

观，  一切行无我，能生厌苦心，是道得清净。」 [ 2 4 ]

乃至把观如意足修习圆满。  
 

 

注释： 

 

1 [相应部.神足相应 1 9 经 ]。  

2 [相应部.神足相应 1 5 经 ]。  

3[相应部.神足相应 3经]。 

4[舍利弗阿毗昙论]﹐卷十一第八品。 

5[相应部.神足相应 9经]。 

6[相应部.神足相应 11 经]。 

7[相应部.神足相应 9经]。 

8[相应部.神足相应 11 经]。 

9[相应部.神足相应 9经]。 

10[相应部.神足相应 11 经]。 

11[相应部.神足相应 11 经]。 

12[相应部.神足相应 9经]。 

1 3 [相应部.神足相应 1 1 经 ]。  

14[相应部.六处相应 13，14 经]，甘味，患难，出离。 



15[相应部.六处相应 164 经]，邪见(无常)。 

16[相应部.六处相应 165 经]，已身见(苦)。 

17[相应部.六处相应 166 经]，我随见(无我)。 

18[增一阿含]卷三八﹐ (一)经。 

19 见[增壹阿含]卷二十九第二经。 

2 0 [佛说婆罗门避死经] ,  大正藏第二卷。  

21[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卷 180 玄奘译. 

22[阿毘达磨大毘婆沙论]卷 196 玄奘译. 

2 3 [ 阿毘昙毘婆沙论 ] 卷 2 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 .  

2 4 [阿毘昙毘婆沙论]卷 5浮陀跋摩共道泰等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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